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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評鑑看淡江之二》：逆水行舟的研究之路　?記者賴映秀報導

專題報導

八十八年教育部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評鑑的成績中，雖然在「研究」這項評比上，本校

仍躋身「較優」的最佳成績，但在八十八學年度本校教師計畫平均件數由八十七年

0.48件下降為0.41件，連同平均金額均自八所綜合大學的平均值之上，掉到平均值之

下，將原本第四的位子讓給了東海大學。這樣不進反退的成績，在近幾年本校致力提

升研究水平的呼聲中，留下一個足資警惕的紀錄。 

 

重賞　只為提升研究 

 

為了獎勵研究，本校二月份才修訂了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規則，修改原來每年每人只限

申請一次的規則。只要通過該項獎勵的論文是受到AHCI、SSCI、SCI、EI等四種國際

索引收錄者，可以再提同樣為以上四種國際索引所收錄論文至多三篇，不分申請者職

級，每篇皆可獲三萬元。就八十八學年度來看，以這四種期刊所收錄之論文來申請的

，全數都得到獎勵，明白的昭示老師們：在國際上發表論文是愈多愈好。也表示論文

生產量高的老師除了原來的獎勵之外，還可以再申請到三至九萬元的獎金，以私立學

校來說，確是一個重賞。而重賞之下，是否有勇夫？端看五月份的申請狀況便知分曉

。 

 

而事實上，教育部評鑑的重點，依有教育部評鑑委員身分的本校教育發展中心徐碇基

主任，在七十一次行政會議上的報告，在「研究」的項目上，專任教師研究計畫金額

及件數、獲獎率、論文發表、出版專書數及專利數皆列入重要評比項目。本校在校內

研究獎勵辦法上的修改，的確也已經「以評鑑為準」進行修正，原因無非能在評鑑上

爭得好成績。 

 

研究　得先營造氣氛 

 

提升學術研究水準究竟有何仙丹妙藥，可以一服見效？外語學院院長林耀福的答案是

：沒有。他不僅主張提升研究水準不是一天兩天的事，需要持之以恆的進行，不僅如

此，他還認為應當先「培養氣氛」。 

 



這也就是他致力於辦「下午茶」的原因。「既是下午茶，就不用害怕，也不會有顧忌

，讓老師們把平常上課的教材中有興趣的部分拿出來研究，氣氛就帶起來了。」系有

系的下午茶，院也有院的，並且都成立了學術委員會，每個學期都得舉辦兩場。強調

心理上的鼓勵，並且帶動團隊精神，之後，再提供老師們發表的管道，即將出版第二

期的「外語論叢」就是他的第二步做法。他認為效果一時之間可能還顯不出來，但是

，建立扎實的基礎才能談國科會研究獎勵。 

 

向國科會進軍 

 

「幾年之內要把論文提升到兩倍以上，就必須修改校內的獎勵辦法。」化學系教授

，本校學審會委員魏和祥認為，教育部的評鑑就是把老師人數當分母，論文數當分子

，因此「增加分子的數量」，才是最快速有效的辦法。 

 

「申請國科會獎勵的人，約有一半可以獲得獎勵，平均四件才有一件有機會得獎。」

擔任多年國科會計畫審議委員的魏教授說，只有提升「分子」才是辦法。 

 

他積極主張修改校內的研究獎勵辦法，鼓勵老師們向國科會進軍。因此九十學年的獎

勵除了上述不限一篇的規定，還再加上必須同時「向國科會提出同一學年度之研究獎

勵申請」的但書。也就是說，如果要對校內提出獎勵申請，則同時也得向國科會提出

申請才予接受，若國科會通過獎勵，則追回校內的獎勵。如此不但逼老師們進軍國科

會，同時也間接刺激論文數量的增加。 

 

另外他對於新聘、升等的程序，都主張嚴格把關，「質和量都要看！」但最重要的還

是：「大家得在十月份（國科會獎勵申請的時間）之前，每人都提出兩篇論文來！」 

 

工夫不同　單一標準遭質疑 

 

「風在這邊吹，在那邊也在吹；這裡的空氣和那裡的空氣都是一樣的，但是文化卻不

相同。」外語學院院長林耀福用這樣的例子說明，科學的語言是世界統一的，文化則

有地域性。今天都以單一的標準來衡量，是一種文化傷害，這樣的困境不是只有淡江

是這樣，全國皆然。 

 

「外語方面的論文動輒幾萬字，在有限的發表園地裡，刊出的量怎麼能跟用幾頁公式



就能說清楚的理工科比較？」「也許這就是外語學院的原罪吧！」林耀福淡淡的說。 

 

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黃宗堅認為，教育部其實應該多多考量專案申請率，而不該只注

意「國科會研究獎勵」等獎勵項目。「在人文、社會、心理的學門上，不像理工科系

可以輕易得到國際性的認同，而是有地域上的差異。」他舉心理學門的例子來說，現

在國科會已經發展台灣的TSCI，不再一味以國際索引的標準來評比國內學者的研究。 

 

中文系范銘如老師也指出，以國科會研究獎勵來評比中文研究的荒謬性：「中文研究

在國際上可說是微乎其微的，連國外知名的漢學家都很難混了，更別說我們。」她舉

她的母校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生分校所出刊的中國學術期刊為例，一年才出一次

，刊出的機率可想而知。如果以這種方式來評比，「以重量級的權威學者來說，參加

這種評比，根本有損於他的學術聲望。」她說，「由這些數字來評斷中文系老師們的

研究成果是不客觀的。」「大家也都知道，公立大學總是較容易爭取到這些獎勵。」

她對於這樣的評比表示「不以為然」。不過，八十八學年度的國科會獎勵名單上，還

是出現她的名字，她表示自己是新生代，只好汲汲營營去爭取。「我們學校還能將中

文系評選為重點系所，已經仁至義盡，我們沒有什麼好抱怨的。」另一方面，她也承

認申請資料的繁瑣，讓對表格有莫名恐懼和厭惡的她有「臨表涕泣」之感。


